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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之影响 

胡  星 

--------------------------------------------------------------------------------------- 
摘要：科举制度，系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体系。本文从唐代科举制度确立入手，研究分析了唐代随着科

举考试在考生来源、考试科目、考试内容等诸多发展变化，由此带来的对唐代社会人才选拔、文化繁荣、教育发

展，以及对后世考试制度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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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于隋而兴盛于唐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

上首次打破了门第的囿限，为天下士子提供了一个

通过考试晋级社会的平等权力。科举制度的实施，

为隋唐以后中国社会的人才选拔、教育平权、文学

创作、社会习尚，乃至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有

着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确立 

一般来讲，科举创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

年），“始建进士科”，终结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

日（1905 年 9 月 2 日），袁世凯、张之洞等上折“停

罢科举”，光绪诏告天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 1300 年。 

唐因隋制，但在考生来源、考试科目、考试内

容上增易了不少内容。逐渐为后代所继承，从而影

响了中国教育上千年。 

唐代科举考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隶属

于国子监的“六学”和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这

“三馆”的学生，以及各州、府、县学馆的学生，

称为“生徒”，他们通过学校考试合格后，便可参加

尚书省的科举考试，即“省试”；二是各州县选出来

应试的一般读书人，赴京城参加考试的称为“乡贡”；

三是应诏参加以皇帝的名义下令举行“待非常之才”

考试之生员，统称为“制举”。考试科目有常设、非

常设和特设科目，《新唐书·选举志上》列举有秀才、

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十九个科目，实际上常

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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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以明经、进士两科尤为士人所推崇，报考人

数也最多。如明经科考试内容基本上为儒家经典，

所谓九经。而《论语》《孝经》又为必考内容。《新

唐书·选举制》云：“凡明经，先贴文，然后口试，

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即明经考试分三场，

第一场贴经，每经贴十条，通六条以上为及格，第

二场口试，问经义十条，通十为上上，通八为上中，

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以上四等皆为及格。第

三场答时务策，其中答对二道便可及格。以上三场

考试，只有通过了第一场考试，才能取得第二场考

试的资格，第二场通过了，才能进行第三场考试。

三场考试都及格，则可明经及第。从它的内容和方

式来看，主要靠对儒家经书及其注疏的记诵之功。

虽说这也并非易事，但由于它的录取比例高，大约

每十人能有一二人被录取，所以一般读书破万卷的

人曾多趋向于明经。但是唐中期以后，由于朝廷的

倡导，世人有重进士而轻明经的倾向，其地位逐渐

衰落。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中的秀才科，重在选拔博识

高才、出类拔萃的人才。考试标准极高，每次录取

不过一、二名。唐代科举各科目中，最为时人重视、

最为显贵的是进士科。进士科始置于隋炀帝大业二

年（606 年），被认为是科举制度创立的标志。进士

科的考试内容与方式，唐初沿隋制，只试时务策五

道。高宗上元二年（675 年），规定进士科加试贴三

条，所贴范围为《老子》。调露三年（681）年，接

受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进士考试与明经一样

须贴经，并试杂文二篇。于是，此后进士科考试便

包括了贴经、试杂文、时务策三场，并基本成为定

制，只是三场考试的顺序、贴经的内容和杂文的形

式有所变化而已。进士科考试贴经，其内容最初为

《老子》，三条皆能为及格，后来加贴其他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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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通六者为合格。杂文两篇，最初是不同载体的

文章，后改为诗、赋，以“洞悉文津”者为合格。

时务策，出题范围广泛，举凡吏治、财政、防务、

漕运、风俗等方面，都可能成为策问的内容。据《通

典·选举三·历代制下》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

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加上进士

科出身者，其待遇和仕途前景实际上明显优于其他

各科，因此，时人皆“以进士为士林华选。” 

科举特别是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銓选的主要来

源，不仅反映了唐王朝以文化考试作为主要途径、

以文化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选拔、任用官吏的制

度得到落实的状况，也反映了广大士子把科举作为

入仕之途、涌向进士科者日益增多的现实。极大地

提高了科举特别是进士科的地位，以至于有的高级

官员因自己“不以进士擢第“为平生三大恨事之首。 

二、科举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与世禄世卿制度重视血缘荫亲、察举征

辟制重视品德修行、九品中正制看重门第相比，科

举制度则强调应试者的文化素养及对现实问题的洞

察思考，是在人才甄别选拔使用上的相对公平与极

大进步。它打破了地方官吏和世族豪门对人才擢拔

上的垄断，为大批非士族出身乃至寒微出身的平民

读书人提供了入仕参政的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更

广泛更频繁的流动。从而使得古代执政者可以更宽

泛地吸引、笼络各类人才，促进社会的繁荣与昌盛。

广大士子通过自身刻苦努力来使人生价值得到最大

实现，对社会价值观念转变和社会风气转为向上进

取产生深刻影响。根据唐代法令，科举及第者，其

本人和全家可免除赋役，这种鼓励仕进的具体措施

对全社会重视学而优则仕产生影响，并促进以儒家

经典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有了更广泛的普及推广。 

其次，进士科考试尤重文词，必然对唐代及后

代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唐以后把诗赋的

考试改排到第一场，进一步加重了诗赋在进士科考

试中的分量。诗歌的繁荣与科举考试不无关系，经

由南朝以来声律形式的发展以及陈子昂等人去豪华

见真淳的更新，加上骈文与这种韵律形式的接近，

都促进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刘思立的建议得到实施，

起初是为提高应试举人的文字水平，所试杂文多为

箴、表、铭、赋之类，但由于以诗歌应制、奉答、

酬和已在宫廷和上层社会中形成风气，故诗歌在投

刺干谒、制造声誉方面起着愈益重要的作用。以诗

歌为进士录取主要标准，便在天宝年间最后确定下

来。中晚唐诗歌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方面的娴熟运

用，不无其推动作用。而为进士登科及第请托准备

的行卷温卷等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诗

歌、传奇等文学形式的发展。唐代统治者利用科举

中考试科目的增设来达到崇尚或推行某种学术和思

想的目的。如明经科目中增试老、庄、文、列四子

策文，德宗时又令举人习开元礼，上元二年，加试

贡举《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开元七年也

有同样诏令。他如开三史、三传科等，对举子习业

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特别是文学为时所重，“文学足

以经务”、“缙绅闻达之路惟文章”，形成了“五尺童

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这些都推动了唐代文

学特别是诗歌的高度繁荣。进士比重逐年增多，左

右着唐代士大夫的选择，进而对明经诸科考试科目

如有关儒家经典、道家书籍、礼法、律令等的习读

及文学诗赋等的发展都有较大影响。 

其三，当时的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特点以及全

国考试制度中的畸轻畸重，加上统治阶级依现实需

要所制定的一些文化政策导向，都造成了唐代学术

发展中的偏颇，表现为文学艺术史学等人文学科的

高度繁荣和科学文化的相对迟滞。与人文文化相对

繁荣相比照，自然科学的发展却黯然减色且发展极

不均匀，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和唐代社会的技术

需要密切相关。“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

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思致

瓦·博尔吉乌斯》马恩选集第 4卷）。中国古代许多

科技发明和技术进步多与统治阶级和统治者个人的

喜好以及民众直接的生活相伴而行。人们对死亡的

恐惧所产生的对生的渴望的逆反心理，对人生永恒

的追求的物态体现，使道教的炼丹炉火长燃不熄，

化学致有些微发展；天文历法作为论证天人关系的

准科学和对灾异人祸的附会解释，得到官方的支持

并加以垄断；由于工程水利等实用计算的需要，使

传统的代数学有突出发展。同时又能因更多作为演

算论证天文历法的工具而不得独立发展。唐代自然

科学发展史中可称道的有两项：医学和天文历法。

医学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维持身体素质和战争需要

的一门学科，历来有传统的延续，凡是因前代战乱

散失的医典文献，到隋唐时期都有全面的整理与研

究。唐高宗时的《新修本草》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由

国家颁行的最早的一部药典。天文学历来都是传统

科学中的“显学”。中国古代天文观测记录众多，仅

日食记录就有 1100 多次，太阳黑子记录也有 100 多

次。唐代正史中关于日月食的记录也少有遗漏。唐

代历法共改订 8 次，每次皆由皇帝亲自颁行，视为

朝中大事。唐代诸政府机构中特别是文化管理机构

中司天监人数最多，各级管理人员和候天、造历、

计时、司鼓、校书、学生等各种专业人员合计 1600

多人，可见其发达。 

但是唐代科举考试中毕竟还设有明算、算学等

科目，因人文学科之强盛总体上还带动着自然学科

的发展。到了明代洪武十七年颁行的《科举程式》

中则将算学完全排弃在外，考试科目更加单一。对

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阻碍

了近代科技的延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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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举对教育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促进 

科举制度的实行，使掌握一定知识的平民，不

用推荐，就可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必然给世人以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强烈印象，加上统

治者的鼓励和倡导，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读书学习的

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其结果是

促进了唐代学校的发展。由于唐代科举考生的一个

主要来源是由“学馆”推荐的“生徒”，这就决定了

科举制度的实行与学校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唐代，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培养合格的科举

应试“生徒”，因此，为造就科举考试而发展起来的

学校，就在唐代从京城到各州、县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周予同先生在《中国学校制度》中认为，“唐代

的学校制度，较诸中古的任何一代，复杂而完备”，

显然是同科举制度的兴盛分不开的。 

唐代学校有官学和私学，官学中又有中央所辖

学校、地方学校和特殊学校之分，唐代中央所辖的

学校，集中在长安与洛阳，即隶属于国子监的“六

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

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

要内容，在校学生都是贵胄子弟。国子学是唐代最

高学府，主要招收三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国戚皇亲子

弟，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郡县官吏子弟，四门学

主要招收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的子弟。律学、书学、

算学主要是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学生主要招收八品

以下文武官员子弟和庶人子弟。唐代中央管理的学

校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教育机构，如弘文馆、崇文

馆、广文馆，它们既是政府有关的文化行政机构，

又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唐代的地方官学。按行

政区域分别设立。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

朝廷对于各级官学的教学人员和生员名额还有明确

的规定。州、县之下，还有乡村学校。唐代乡村学

校的学生成绩，优秀应试合格后可入州学、府学学

习，州、府学的学生学成后，合格者作为“乡贡”

选送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或直接入选国家直属的

四门学。从村学、乡学、县学读书启蒙，然后由县

而入州、府，由州府而入京城，这是唐代许多读书

人梦寐以求的人生路径。唐代地方官学的普遍设立

和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的推动。

《唐摭言·两监》记国学之盛：“贞观五年以后，太

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 1200 间，增置学生凡 3260

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

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

盛，近古未有”。国学的生员是直接为科举考试输送

的，学校的拥挤，直接反映了科举制度对教育的推

动。如果说《唐摭言》的这一记载反映的只是国子

学的情况的话，《通典·选举》关于州县学生人数的

一则统计，则说明了地方教育的盛况：“州县学生六

万七百一十员”，显然，这则关于州县学生人数的统

计并未包括不计其数的乡村学校的学生，我们已经

可见唐代地方教育的发达了。 

（二）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制约 

学生入校学习，是为了科举应试走上仕途，学

校教育的目标也逐步放到了培养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的举子上。其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必然进入科举的轨

道。其中突出的表现是为科举设置科目，中央各学

的课程设置，基本是科举考试的科目，而考察学生

学习成绩采用的方法也大抵是科举考试的方法。国

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

的教学内容，都是按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安排的，

而且与科举考试相对应，同样把经书分为大、中、

小三类；同样规定通二经者必须是大小经各一或中

经二，通三经者必须是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必须是

大经全通；同样把《论语》《孝经》列为共同必修的

课程。律学、书学、算学的课程设置也同科举考试

明法科、明书科、明算科考试的科目完全相同。中

央各学如此，各地方官学、乡村学校乃至私学教学

也无不在教学内容上努力同科举考试对接。这些都

生动地反映了学校普遍学习作诗的现象，都折射出

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内容的影响。 

唐代科举制度对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引导和

制约，对于学校教学内容和标准的统一和规范，科

举科目中的明法、明算对学校教育中加强律法、数

学等内容教育的影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史记

载中多有刻苦读书、应试中举的实例。但因它的影

响，学校在考核学生学业时也完全采用科举考试诸

如贴经、墨义等方法去考试学生，其结果必然助力

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扼杀学生的创造性，对后世

学风带来不良影响，甚至一直影响着中国历代学生

与读书人的智力结构、知识素养的构成。 

综上，科举考试制度对提升全民族重视教育的

影响，对普及社会民众文化素养，构建国家层次的

完备教育体系，促进民间教育养成重教传统都有着

不可低估的影响，对后来东北亚、东南亚周边汉字

文化圈，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的教育体制，

对英国文官制度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对如今

各类“国考”、“司法考试”、“课程考试”、“职业资

格考试”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策文、贴经乃至

后来的八股文，作为一种写作方法与考试类型，也

对训练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

力，特别是训练人们独特的分析能力都有着不可低

估影响。1300 多年之后，国人们正是在总结反思传

统科举考试为主体的教育制度体系、借鉴西方近现

代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全面逐层推进中国教育

制度的创新发展，从而形成今天的新格局。我们相

信，在充分反思借鉴科举考试利弊的基础上，有关

教育改革步伐仍在迈进，仍在不断探索中前行。 

（责任编辑：黄云鹤） 


